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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指引(2023年)

一、数字孪生城市五维模型的构建

( 一 ) 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成效初显、挑战并存

数字孪生城市是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提出的城市规划建设新理

念与新模式，是数字技术革新与城市运行机制创新的有效结合，是城

市升级的可行路径。通过物理城市与数字城市的精准映射、虚实融合、

软件定义、智能反馈，促进城市生产更加高效安全、生活服务更加便

捷包容、生态环境更加低碳可持续[3]。

全球数字孪生市场蓬勃发展，我国数字孪生城市项目建设活跃。

据Marketsandmarkets 测算，2023年全球数字孪生市场规模将达到101

亿美元，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1101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61.3%S]。

我国数字孪生市场稳步增长，数字孪生城市项目建设活跃。随着各行

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数字孪生渗透率持续上升。据中国信通院统计，

我国数字孪生城市相关项目逐年增加，截至2023年11月，我国数字

孪生城市相关项目新增493项，新增项目金额达140亿元以上。目前，

数字孪生技术在综合治理、水利、能源、交通等领域应用活跃。

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图 1每年新增数字孪生相关招投标项目数量和金额

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仍处于发展初期，面临四大挑战。 一是数字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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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城市建设共性框架尚未建立，当前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仍面临统筹推

进力度不足、相关利益方众多、复杂系统建设难度较大、缺乏共性方

案指引等问题， 亟需从战略、数据、平台、场景、运营等多维度出发，

建立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的共性模型，为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提供有益参

考。二是数字孪生城市战略和人才保障仍需加强， 缺乏对应用需求与

目标的深入分析， 导致数字孪生技术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

等业务脱节，资金投入难以转化为实际应用收益；缺乏综合城市管理、

数字技术、算法模型等复合型人才支撑， 导致数字孪生城市建设难以

长效发展；数字孪生商业模式尚不清晰、融资渠道单一、市场化价值

挖掘不足， 可持续运营模式仍需探索。三是数字孪生城市数据与能力

供给方式仍需创新，数据缺乏有效标准化框架， 异构数据融合应用面

临困难； 部分数字孪生技术能力与生态绑定难以解耦服务， 能力复用

面临挑战。四是数字孪生高价值场景仍需挖掘，当前政府、市民和企

业发展需求日益多元，但数字孪生城市普遍存在重“物理”属性，轻“社

会与环境”属性现象， 亟须进一步挖掘数字孪生城市务实生效、虚实

互动的高价值场景，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赋能城市经济社

会数字化转型发展。

针对数字孪生城市的共性挑战，研究提出数字孪生城市建设共性

模型，从明确数字孪生城市发展战略、强化人才支撑、创新运营模式、

夯实数字底座、打造核心平台、塑造高价值场景等维度出发， 提炼形

成数字孪生城市五维模型方法论，为政府和企业推动数字孪生城市建

设提供有益参考。

（二） 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五维模型简介

2022年， 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信通院联合提出“4+5”数字孪生城

市框架， 即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平台能力、应用场景等 4 大内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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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及战略与机制、利益相关方、资金与商业模式、标准与评估、

网络安全5大外部要素。基于“4+5”框架，项目组以目标导向、指导

建设、易于操作为原则，进一步提炼形成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五维模型

(SODPA 模 型 ) , 即战略与人才 (Strategy and Talent)、商业与运

营 (Business and Operation)、设施与数据 (Infrastructure and Data)、

技术与平台(Technology and Platform)和应用与场景(Application and

Senerio)

研究基础：“4+5”数字孪生城市框架

战瞎与机制，

(Strategy and Talent)

应用与场景

(Application
and Senerio)

People

技术与平台 设施与数据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and Data)

建设模型：数字李生城市SODPA 模 型

战略与人才

商业与运营

(Business and
Operation)

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图 2 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五维模型

五维模型是以“战略与人才”为基础，以“商业与运营”为长效保

障，以“设施与数据”为底座，以“技术与平台”为中枢，以“应用与场

景”为重要抓手， 旨在促进数字孪生城市系统性谋划、高质量建设和

可持续发展。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五维模型既适用于大型城市、中小型

城市等整体型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也适用于园区、城市功能区等区域

型数字孪生城市建设，将为数字孪生城市建设者、管理者、运营商和

供应商提供参考。具体建设思路在报告第三章到第七章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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